
   

 

经济全球背景下跨文化语用失误与现代人才文化培训 

文/周 霞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人际交往的日益频繁, 社会对英语学习者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何用得体、地道的英语来进行交际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不同的民族所处的
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语言习惯和社会文化习俗，人们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在跨文化交际中
难免会出现某些言语上的误解，即产生语用失误。因此，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文化习得能力
培养成为必然的趋势。 
   尽管跨文化交际中“合作原则”、“礼貌原则”、“面子理论”等语用规则具有普遍性, 但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遵循这些原则以及对影响遵循这些原则的因素的解释上却存在着差异。如果交
际双方不了解对方文化中不同的交际风格、语用原则、语言及文化规约等,就会下意识地将本民族
文化中的标准和模式带入交际中, 导致语用失误, 造成交际失败。本文通过分析语用失误的两种类
型和产生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 以期交际者能自觉地发现谈话方式的差异,主动采取弥补措施,减少
或防范语用失误, 提高交际的成功率。 
   二、跨文化语用失误  
   语用失误不同于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从语言的表层结构就可以看出, 听话人常常把这种错误
归咎于说话者语言知识的缺乏, 因此可以原谅。而语用失误并非是语言运用错误，而是说话不合时
宜, 或说话方式不妥, 表达不合习惯等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何自然,1997)。如果一
个人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但交际时出现语用失误,听话人不会把他的失误归咎于语言能力，而很可
能认为他不友好或缺乏教养 (Thomas,1983)。Leech（1983）认为, 人们在交际时应自觉地遵循会
话原则及礼貌原则, 如果违反这些原则, 语言交流就会发生障碍。在与本族人交际时, 交际者能自
觉地遵循交往规则, 顺利地进行语言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 交际双方虽然能意识到双方在文化和
社会规范及语言方面存在的差异，但如果对双方对言语使用规则的差异认识不足, 以本族语使用的
规则作为交流原则，就可能对对方的话语做出错误的推论, 导致交流障碍或冲突，从而无法实现彼
此沟通。 
   Thomas (1983) 认为，语用失误可以划分为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两大类。两类语用
失误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某一不合适的话语从一个角度看，可能是语用语言方面的失误，但从另一
个角度看,也可能是社会语用方面的失误。 
   1.语言语用失误  
   由于交际一方使用歧义词语或措辞不当,使对方没能理解语意而造成误解，即为语言语用失
误。这是因为习得者把母语的言语行为策略或母语的对应词迁移到了目的语，由于其语用意义不同
于目的语而造成失误。语用语言失误是显现的,在交际时只要稍加注意就可感觉到。在校园中我们
经常听到类似“Teacher Zhang”的称呼，而在英语中“teacher”不能用作称呼语。英语中学生以
“Dr./Prof.”+姓, 或在得到教师同意时直接以名称呼教师, 或使用“Mr./Mrs./Miss”+姓氏称呼
没有学术头衔或职称的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 
   2.社会语用失误  
   Thomas (1983) 指出运用社会价值标准做出正确判断属于人们的社交能力，而在语言表达上
正确运用这些判断的能力则属于语用范畴。社会语用失误常常是由于不了解或不注意文化间的差
异，用不同的社交准则去理解交际情景和交际双方之间的关系而出现判断失误。出现社会语用失误
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什么是得体的语言行为看法不同。 
例如: 
   A university student: You must have been tired, let me carry the bag for you . 
   A foreign teacher: No, I’m not tired. 
   该对话背景是一位中国学生在外籍教师下课时按中国人的方式提供帮助。学生的本意是出于
关心, 但外教误解了该学生的用意。因为英语中学生提供帮助的言外之意是教师力不从心，没有能
力提自己的包。通常中国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社会语用失误主要是因不了解谈话双方文化背
景的差异而影响了语言形式的选择, 它涉及谈话双方的身份、语域、话题熟悉程度及人们的观念和
思想，在交际中很难察觉和捕捉。 
   3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的相对性 
   两类语用失误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因为语境不同，对话语理解的角度不同，有些语用失误既

 



可以看成是语用语言失误，又可理解为社会语用失误。例如，商店的售货员对外国客人说 “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这使外宾非常不高兴，以英语的本族人听来这是不客气的询问，是很不礼
貌的语言。用英语的正确表达为 “Can I help you?” 这两句话的语义虽然相同,但语言外延行为
不同。而前者如果语调恰当，在中国文化中是礼貌用语。这种失误既属于将汉语的习惯用语套到英
语中去的语言语用失误，又属于使听话者听到这类似审问类的话语而引起不快的社交语用失误。 
   三、文化差异与语言学习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语言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语言的产
生和发展同时又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文化内容广阔，广义上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按照社会学家和人
类学家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
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邓炎昌，刘润清 1989）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各
民族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又都通过该民族的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
作用。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因此，学习外语不仅要掌握语音、语
法、词汇和习语，而且还要懂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如果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可能
对其话语做出准确的推论，从而妨碍交际的顺利进行。许多学生在理解目的语时，遇到的障碍并非
语言知识造成的，而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例如，中国人在吃饭前后打招呼的常用语“吃了吗？” 
而美国人则用“Hello！”或“Hi”。如果不理解其涵义，美国人会认为，这种打招呼是说：“没
有吃的话，我正要请你到我家去呢。”再如，汉语中的“上哪去啊？” 这样打招呼的话直译成英
语就是“Where are you going？”大部分讲英语的人听了会不高兴，它们反应很可能是：“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四、文化习得能力培养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文化习得在外语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在具体的外语教学中如
何培养学生文化习得能力呢? 培养学生文化习得能力可使用直接阐述法(侧重某一个特定的文化现
象), 比较法(可以从问候,称呼,赞扬等几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 角色扮
演法和案例分析法，这些方法各有侧重。直接阐述法和比较法是现在比较常用的方法。后两种方法
由于具有灵活,轻松的特点,最易让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习得文化能力。 
   1.角色扮演法。角色扮演适用于内容广泛的文化教学，它可以是简短的对话。例如,两个不同
目的语文化的人见面是如何互相问候，怎样发出邀请，怎样告别等；它也可以是小短剧,学生可自
己编写台词,反映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误解的真实事例。学生们在编排对话，短剧的过程中，合作
精神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会逐渐增强。教师在演出之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最终引导学生明确地
认识，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身份、年龄不同的谈话对象，如何用合体的语言进行交际。 
   2.案例分析法。学生可自己编写反映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而导致交际失败的小故事，也可购买
以此为内容的书籍。教师可安排学生读完小故事后，展开讨论，探寻交际失败的根源。这样的练习
做多了，学生不仅可提高阅读，写作和口语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跨文化意识也相应增强了。当
然不同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教学对象，这都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语言知识，而且还应是合格的
社会文化知识导入者（作者单位：湖南株洲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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